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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母婴血型不合的新生儿溶血病发生情况!并探讨影响其发生的相关因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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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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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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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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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母婴血型不合的新生儿作为研究对象!采用系统性回顾法分析所有患儿的临床资料!统计所有患儿中
5\X

溶血病的发生情况!并比较所有患儿间年龄%性别等一般临床资料及相关临床检查结果的差异!研究可能影响新生儿
5\X

溶血病

发生的相关因素$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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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例新生儿中出现新生儿溶血病的有
(*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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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病率较高&"

'

#通过非条件单因素
>6

:

1291F

回归模型分析可得体质量%身高%身体质量指数"

\NK

#%血红蛋白"

YV\

#%直接胆红素%间接胆红素%总胆红素和间接胆红素(总胆

红素比值及出生时间均可能为影响新生儿溶血病发生的相关因素&"

(

#通过非条件多因素
>6

:

1291F

回归模型分析可得
YV\

%直接

胆红素%间接胆红素%总胆红素和间接胆红素(总胆红素比值及出生时间为新生儿溶血病发生的独立影响因素$结论
!

母婴血型

不合的新生儿溶血病发生率较高!患儿出生时间%

YV\

浓度和相关胆红素的表达水平可为母婴血型不合的新生儿溶血病发生的可

能影响因素$

关键词"母婴血型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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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溶血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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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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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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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溶血病$

Y$P

%是指因母婴血型不合#母血中的

K

:

V

免疫抗体通过胎盘进入胎儿血循环而导致胎儿及新生儿

红细胞破坏的一种同族免疫性溶血病*相关研究表明#随着医

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与提高#

Y$P

的发现率呈逐渐上升趋势(

,

)

*

根据以往大量临床资料可知(

'

)

#新生儿溶血主要以贫血'黄疸'

水肿及肝脾肿大为典型临床表现#严重者可使患儿出现心力衰

竭危及其生命安全#且该疾病常可引起早产'流产甚至死胎等#

严重影响母婴的生活质量及生命安全#故了解母婴血型不合新

生儿溶血病的发病趋势并研究影响其发生的相关因素且予以

及时干预和治疗是目前临床上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

)

*本文

通过系统性回顾法分析本院
+'

例母婴血型不合的新生儿的临

床资料#了解母婴血型不合的新生儿溶血病发生情况#并探讨

影响其发生的相关因素*

@

!

临床资料

@/@

!

一般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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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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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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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母婴血型不合的新生儿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
('

例#女
'*

例#

出生时间为
*

!

,'E

#平均出生时间$

+/'.U'/(%

%

E

#所有新生

儿母亲均为
X

型血#所有母婴
<̀

血型均为阳性#

+'

例新生儿

中
5

型血
'*

'

\

型
''

例和
5\

型
,*

例*纳入标准!$

,

%

5\X

溶

血新生儿均符合-实用新生儿学.中
5\X

溶血病的明确诊断标

准(

&

)

&$

'

%所有纳入研究者血型均与母亲不合&$

(

%该研究经本院

伦理委员会批准&$

&

%所有纳入研究者家属均知情同意并签署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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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同意书*排除标准!$

,

%部分抗体释放试验弱阳性&$

'

%无明显

黄疸溶血病新生儿&$

(

%新生儿家属自愿退出本研究者*

@/A

!

研究方法
!

采用系统性回顾法分析所有纳入研究者的临

床资料#所有纳入研究的新生儿均行
5\X

溶血病血清学
(

项

$红细胞直接抗人球蛋白试验'游离抗体试验'抗体释放试验%

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将纳入本研究的
+'

例新生儿分为
5

组

$出现新生儿溶血病%

(*

例和
\

组$未出现新生儿溶血病%

'*

例#且所有新生儿均需行血红蛋白$

YV\

%'总胆红素'直接胆

红素'间接胆红素和间接胆红素"总胆红素比值检测*检侧方

法!$

,

%分别取新生儿和母亲静脉血
(

!

+CM

#

S$#5

抗凝#采

用微柱凝胶法进行血型测定&红细胞直接抗人球蛋白试验'游

离抗体试验'抗体释放试验#操作参照 -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

程.及试剂厂商提供的说明书操作*溶血疾病判断标准(

+

)

!

'

溶血
(

项试验检测结果均为阳性#则确诊为阳性法&

(

释放试

验阳性为诊断标准*微柱凝胶法检测!红细胞聚焦在凝胶中或

在凝胶带上部为阳性*

)

直接抗人球蛋白试验与游离抗体试

验均为阳性者#即为
5\X

溶血病阳性*$

'

%血红蛋白采用单

克隆抗体法检测#胆红素采用胆红素氧化酶法检测*本研究所

选试剂主要有抗
4$

'抗
45

$

\

%血清'单克隆
K

:

V

'抗人球蛋白试

剂'单抗
"(

'谱细胞以及筛选红细胞等#以上试剂均来自上海

血液生物医药有限责任公司*所需仪器主要有西班牙
]5E14

;3;

全自动血型分析仪'日本希森美康
fH4.**1

血细胞分析仪

和美国雅培
"K4,%'**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B

!

观察指标
!

记录所有新生儿性别'年龄'出生时间'体质

量'身高及体重指数$

\NK

%等一般临床资料#并比较
'

组新生

儿血红蛋白及胆红素等临床指标检测结果#并通过非条件单因

素及多因素
>6

:

1291F

回归模型分析影响新生儿溶血病发生的可

能危险因素*

@/C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H!HH,./*

数据软件库将所有数据进

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平均数
U

标准差$

EUC

%表示#采用
;

检验或方差检验&计数资料通过率"构成比进行描述#采用
!

'

检验#通过非条件单因素及多因素
>6

:

1291F

回归模型分析其危

险因素#

!

#

*/*+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A

!

结
!!

果

A/@

!

+'

例新生儿中新生儿溶血病的发生情况
!

本组研究
+'

例新生儿中出现新生儿溶血病的有
(*

例$

+)/%-R

%#发病率

较高*

A/A

!

影响新生儿溶血病的单因素分析
!

通过非条件单因素

>6

:

1291F

回归模型分析可得#体质量'身高'

\NK

'

YV\

'直接胆

红素'间接胆红素'总胆红素和间接胆红素"总胆红素比值及出

生时间均可能为影响新生儿溶血病发生的相关因素$

!

#

*/*+

%#详见表
,

*

A/C

!

影响新生儿溶血病发生的多因素分析
!

通过非条件多因

素
>6

:

1291F

回归模型分析可得
YV\

'直接胆红素'间接胆红素'

总胆红素和间接胆红素"总胆红素比值及出生时间为新生儿溶

血病发生的独立影响因素$

!

#

*/*+

%#详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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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新生儿溶血病的单因素分析结果

影响因素
5

组$

)W(*

%

\

组$

)W''

%

; !

影响因素
5

组$

)W(*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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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

; !

性别 直接胆红素$

#

C6>

"

M

%

男
,. ,' */*), */)-*

%

%/. . ,% ,*/.(+*/***

女
,& .

$

%/. '' %

体质量$

Q

:

% 间接胆红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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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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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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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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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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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表
'

!!

影响新生儿溶血病发生的多因素分析结果

影响因素
? LF

!

'

! -2

$

-+R<1

%

体质量$参照组
%

(/')Q

:

%

*/&'. */('* ,/*,* */(,+ ,/+(

$

*/.'

!

'/.)

%

身高$参照组
%

+*/%FC

%

*/&+. */(,. */'), */%*( ,/+.

$

*/.+

!

'/-+

%

\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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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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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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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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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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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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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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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C6>

"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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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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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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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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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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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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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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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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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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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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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根据以往研究资料表明#母婴血型不合新生儿溶血病是早

期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的常见原因之一(

%

)

#其中
5\X

溶血病

为常见类型#主要是由于母体为
X

型血#先天或者经后天刺激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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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抗胎儿血型抗原的
K

:

V

类抗体经过胎盘进入胎儿机体

血液循环中并结合红细胞上相应抗原导致单核
4

吞噬细胞系统

激活破坏红细胞而引起血管外溶血(

)4.

)

*曾有研究报道#新生

儿溶血患儿在出生时与正常产儿无明显差异#常存在轻中度皮

肤黏膜黄染#无明显贫血症状#故常导致延误患儿诊断及治疗#

严重影响患儿生命安全和预后情况#故及时发病危险影响新生

儿溶血病发生的相关可能因素并予及时干预和治疗是提高新

生儿溶血病患儿的关键措施(

-4,,

)

*既往学者提出#新生儿溶血

病患儿其
YV\

和胆红素的表达水平与正常产儿相比较均有

明显差异(

,'

)

#且在新生儿出生
)'<

内#新生儿溶血病发生率

较高#故考虑
YV\

和胆红素的表达水平可能与新生儿溶血病

的发生与进展有着密切联系(

,(4,&

)

*在本文研究结果中#

+'

例

母婴血型不合的新生儿中出现新生儿溶血病者
(*

例#达

+)/%-R

#由此表明#新生儿溶血病血清
(

项检测可作为母婴血

型不合出生新生儿的常规检测#一定程度上可提高新生儿溶血

病的诊断率(

,+

)

*另一方面#通过非条件单因素
>6

:

1291F

回归模

型分析可知#新生儿溶血病患儿其体质量'身高'

\NK

及
YV\

均小于正常产儿#而直接胆红素'间接胆红素和总胆红素和间

接胆红素"总胆红素均明显高于正常产儿#符合既往研究报

道(

,%

)

*除此之外#在本研究中#通过非条件多因素
>6

:

1291F

回

归模型分析进一步证实得
YV\

'直接胆红素'间接胆红素'总

胆红素和间接胆红素"总胆红素比值及出生时间为新生儿溶血

病发生的独立影响因素*故由此可见#除去常规新生儿溶血病

血清
(

项的常规检查外#还可对母婴血型不合新生儿进一步行

YV\

和胆红素的检测#辅助溶血病血清
(

项提高新生儿溶血

病的确诊率*

综上所述#母婴血型不合的新生儿溶血病发生率较高#患

儿出生时间'

YV\

浓度和相关胆红素的表达水平可为母婴血

型不合的新生儿溶血病发生的可能影响因素*

参考文献

(

,

)

";>Q132b

#

6̀

G

$

#

N6>F<;3M

#

89;>/!=8E1F91787;>B86D

F6=E@>66E@1>1=B@13D6=<

G?

8=@1>1=B@138C1;133863;982;9

=12QD6=C;98=3;>4D89;>@>66E

:

=6B

?

13F6C

?

;91@1>19

G

;3E

<8C6>

G

91FE128;286D9<838A@6=3

(

L

)

/LP863;9;>!8=13;9;>

N8E

#

'*,+

#

.

$

(

%!

'&(4'+*/

(

'

) 解金辉#闫莉娜
/̀<$

血型的检测及其临床意义(

L

)

/

解放

军预防医学杂志#

'*,+

#

((

$

(

%!

(+*4(+,/

(

(

) 鲁广建#王侠#张晨光#等
/"$,&&d

内皮微粒标志物与母

婴血型不合新生儿溶血病患儿血管内皮损伤及功能障碍

的相关性研究(

L

)

/

中国妇幼保健#

'*,+

#

(*

$

,%

%!

'+'.4

'+(,/

(

&

) 宋继军#李巍#张咏芳
/

采用
<̀

$

$

%阳性红细胞换血治疗

抗
4$

引起的新生儿溶血病
,

例(

L

)

/

临床输血与检验#

'*,%

#

,.

$

%

%!

%*-4%,,/

(

+

) 吕孟兴#朱祥明
/

少见型母婴
5\X

血型不合的新生儿溶

血病一例(

L

)

/

中国医药#

'*,+

#

,*

$

'

%!

'*./

(

%

) 姚强
/

新生儿
5\X

溶血病
&(

例临床分析(

L

)

/

中华危重

症医学杂志!电子版#

'*,+

#

.

$

(

%!

(.+4(.)/

(

)

) 赵丽萍
/

丙种球蛋白联合光疗治疗新生儿
5\X

溶血的护

理(

L

)

/

解放军预防医学杂志#

'*,%

#

((

$

'

%!

(%'4(%&/

(

.

) 周雄飞#郑君#毛开新
/5\X

新生儿溶血病与
X

型血孕妇

孕中期血清
K

:

V

抗
5

$

\

%抗体效价的关系分析(

L

)

/

实用

临床医药杂志#

'*,+

#

,-

$

,

%!

.+4../

(

-

) 胡江#方乐#陈青
/X

型血孕妇血清
K

:

V

抗
5

$

\

%血型抗体

效价对新生儿溶血病发病的影响研究(

L

)

/

国际输血及血

液学杂志#

'*,+

#

(.

$

%

%!

&)'4&)%/

(

,*

)王婧#潘家华
/

母婴
<̀

血型不合溶血病的诊治进展(

L

)

/

中国新生儿科杂志#

'*,%

#

(,

$

'

%!

,+'4,++/

(

,,

)

K7;367;5O

#

c;Q<;=67;Hg

#

!829=

G

;87;M5/H

?

8F1D1FD8;4

9B=826D=8E@>66EF8>>C6=

?

<6>6

:G

13<8C6>

G

91FE128;28

3863;982 B3E8=

:

613

:

139=;B98=138 139=;7;2FB>;= @>66E

9=;32DB2163

(

L

)

/Y

G?

8=9832163

#

'*,%

#

%,

$

,

%!

&'4&+/

(

,'

)武篧#刘建#徐晓伟#等
/

小剂量甲氧明联合麻黄碱用于剖

宫产术对母婴影响分析(

L

)

/

解放军预防医学杂志#

'*,%

#

((

$

,

%!

,),4,)'/

(

,(

)蔡晓红#王学锋
/

胎儿新生儿溶血病的实验诊断(

L

)

/

诊断

学理论与实践#

'*,+

#

,&

$

%

%!

+*)4+,*/

(

,&

)叶海辉#皮佑臖#胡华琼
/

母婴血型不合新生儿溶血病肝

生化指标测定及意义(

L

)

/

肝脏#

'*,+

#

''

$

.

%!

.)(4.)+/

(

,+

)蔡忠鹤#遇红梅#刘铁梅
/

孕妇血型
K

:

V

抗体效价与新生

儿溶血病发病率关系的分析(

L

)

/

中国实验诊断学#

'*,+

#

,.

$

&

%!

%'-4%(,/

(

,%

)郭莹莹#霍姿含#王震#等
/,(+*

例新生儿溶血三项试验

的血清学检测分析(

L

)

/

中国免疫学杂志#

'*,%

#

('

$

-

%!

,(+)4,(+-

#

,(%(/

$收稿日期!

'*,)4*'4,+

!

修回日期!

'*,)4*&4''

%

$上接第
'',.

页%

!!

2<6FQ

?

=69813213D1@=6212;3EA6B3E<8;>13

:

!

:

66E6=84

71>

, (

L

)

/!;=C;F6>#<8=

#

'*,&

#

,&(

$

'

%!

,,-4,('/

(

&

)

"<BY

#

]B#

#

]B]

#

89;>/K376>78C8396DF6>>;

:

834@13E4

13

:

<8;92<6FQ

?

=69813&)132F>8=6E8=C;4;226F1;98ED1@=64

212

(

L

)

/!=69813"8>>

#

'*,+

#

%

$

+

%!

+.-4+-./

(

+

)

Y63J;A;g

#

P;Q;28Y

#

H<16Q;A;N

#

89;>/K376>78C8396D

1398=>8BQ134,)5413EBF8E8I

?

=8221636D<8;92<6FQ

?

=69813

&)1313982913;>D1@=621213"=6<3h2E128;28

(

L

)

/VB9

#

'*,&

#

%(

$

,'

%!

,-*'4,-,'/

(

%

)

]Bc\

#

";1M

#

M13HL

#

89;>/Y8;92<6FQ

?

=69813&)

?

=64

C6982

:

>16C;;3

:

16

:

838212

(

L

)

/\=;13!;9<6>

#

'*,%

#

'%

$

,

%!

(,4&'/

(

)

)

g;C;C696P

#

b1362<19;#

#

P6<;9;P

#

89;>/#BC6=42B

?

4

?

=822178C1F=6̀ P54'-;13<1@192F;3F8=F8>>C1

:

=;9163;3E

137;216371;9;=

:

8913

:

YH!&)13F8=71F;>2

[

B;C6B2F8>>

F;=F136C;

(

L

)

/K39LX3F6>

#

'*,(

#

&(

$

,%

%!

,.++4,.%(/

(

.

) 李双齐#修娜#刘丽娜
/

结肠癌转移相关基因
,

和热休克

蛋白
-*

在胃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L

)

/

中华实

验外科杂志#

'*,(

#

(*

$

',

%!

'&,,4'&,(/

(

-

) 李桂青#赵景润
/

热休克蛋白
')

"

%*

在胃癌中的表达及意

义(

L

)

/

胃肠病学和肝病学杂志#

'*,'

#

',

$

,

%!

(,4((/

$收稿日期!

'*,)4*'4,*

!

修回日期!

'*,)4*&4,*

%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K39LM;@N8E

!

5B

:

B29'*,)

!

O6>/(.

!

P6/,%




